
 

 

价值哲学：反思方法深化理论面向现实——第四届中日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6月6—9日，第四届中日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会议由《哲学研究》编辑部、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武

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和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等19个单位联合主办。与会中日专家学者逾百人。会议围绕价值哲学研究方

法、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涵，以人为本与价值观、生态文明与价值观、全球化与价值观等问题展开热烈而富有

成果的讨论。 

1.价值哲学研究方法论反思与会学者认为，要继续深化价值哲学研究必须反思和改进价值哲学研究方法。王玉木梁研究员指出，西

方价值哲学的基本理论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产生此困境的原因是崇拜自发性：受本能支配，忽视逻辑一贯性，崇尚工具理性。当代

价值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从自发走向自觉，把实践引入价值论，坚持逻辑一贯性，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王生平研究

员指出，价值总是围绕人而旋转的，应当重视人的个体和个性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是按人的个性的发生发展来理解社会形

态发展的，应成为研究价值问题的历史观基础和出发点。康兰波副教授认为，价值哲学研究的任务不在于为价值下定义，而在于解

决当代人的价值困惑。兰久富教授说，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研究进步不大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方法与对象的错位：运用的是知识论方

法，寻求的却是某种既存的具体价值。 

2.价值本质新探韩东屏教授提出元价值概念深化自己的“价值是人”的观点。他指出人作为自决自明的好是元价值，元价值是价值的

发祥地。日本学者北村实教授指出，尽管关于价值的唯物主义观点不是主观主义，但也不能把价值看成是事物固有的自然属性的自

然主义的东西。自然主义观点被摩尔打上了“自然主义谬误”的烙印，如果在唯物主义名义下固执于自然主义的话，那只能坠落到庸

俗的唯物论去。刘进田教授从自然与人为、经验与超验的区分出发认为，价值之源是劳动及其“自克-自取”结构。劳动中的“自克”

既是对自己欲望的延迟和克制，又是对外部自然的克服或征服，因而所“自取”的就包括幸福、正义、崇高诸价值。邬火昆教授认

为，价值关系存在的范围和相互作用存在的范围，与事物(包括物质的和信息的)存在的范围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价值是事

物通过内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胡义成研究员结合霍金“三个时间箭头”同方向理论深化自己多年前提出的“时间价值论”。 

3.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意蕴韩庆祥教授认为，以人为本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以人为本是以民为本的价值前提，无此价值

前提民就会变成工具和手段。黄力之教授则认为，现在的以人为本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科学发展观及其以人为本原则要求克服

所谓GDP崇拜，将发展和人联系起来。胡贤鑫教授指出，人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必须把人的概念引入经济学。文化是经

济增长合理性的标准。经济与人、经济与文化应当结合起来。贺善侃教授认为，确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就要以人文价值的眼

界看待科技，树立发展科技最终为了人的价值目标的观点。盛庆王来教授指出，把获取高额资本即赚大钱作为人和企业家的事业价

值是错误的价值观。持这种价值观的企业家赚更多的钱不是为了生活需要而是为了事业，把生活的核心留给了事业，把事业等同于

赚更多的钱，这不利于人的健康生存。事实上企业家常将超出生活需要的货币用来购买权力，这违反正义、自由、和平价值。晏辉

副教授指出实现科学发展观并非易事。因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观面对着新的悖论和困境，如风险与预期的悖论、俗物与圣象

的悖论、先富与共富的悖论、手段与目的的悖论。 

4.生态文明的价值根据生态文明或保护自然的价值根据是什么？在对此重大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尖

锐对立。李明华教授声称，生态文明颠覆了主观价值论。同主观价值论相反，生态文明观认为，在人类诞生之前，自然界就是一种

有价值的存在。孟宪俊和赵安启教授亦肯定自然界自身具有价值，但他们否认自己是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和自然

都不能成为中心，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是高于人和自然的新价值观。 

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吗?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是保护自然的不可或缺的伦理性根据?若不把自然的内在价值作为保护自然的根据，应在

何处寻求根据?日本学者高田纯教授在回答自己提出的这些问题时指出，自然本身并不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中心主义坚持的自然具

有独立于人对自然的价值关系和评价之外的内在价值的观点，属于朴素的价值实在论，它正在被中日学者所克服。但与人类中心主

义相区别，高田纯主张人对自然应具有义务。罗浩波教授则极力捍卫人类中心主义。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主体规定有三个层

次：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以人为中心；在人与人关系上以人类整体利益为中心；在当代人和未来人关系上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中

心。日本学者岩佐茂教授等则主张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价值观。 

5.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全球化过程伴随着多元文化价值的并存和冲突，与会学者对此极为关注。日本著名哲学家岩崎允胤教授强烈谴

责美国对伊拉克的非法军事占领和小泉首相向伊派遣自卫队的行径，呼吁为了人类及其生存的尊严，价值哲学应关注人的价值的研

究。刘奔教授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市场”日益变成“文化冷战”的战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实即美国的“中央宣传部”，是全球“文化冷

战”的策源地。日本学者岛崎隆教授主张以多文化共生的价值观扬弃欧洲近代建立的所谓普遍性的合理主义价值观。他主张在民族

共同体等之内恢复同一性的具体的个人。各文化中的具体个人有相互认可(源自黑格尔)的必要性。北村实教授则主张用新普遍主义

来解决价值多元性和普遍性的对立。新普遍主义既尊重共同体价值的特殊性，又容许因历史、地域差别而产生的变化的存在。单纯

的价值多元性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单纯的价值普遍性则会走向独断主义，新普遍主义价值观综合了二者，能够解决全球

化中的价值冲突。本次研讨会似乎显示出价值哲学研究的人学转向、生态哲学转向和现实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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